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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发展简史勾勒及其
中国文化特色研究

史娟茹　曹　芳

摘要：中国皮影戏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分支，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戏曲史平行发展

并相互影响，经历了其汉代的萌芽和唐代与佛教传播结合并取得发展，至宋元的被动传

播以及明清的鼎盛繁荣，再到民初及抗战时期的遗响与断绝，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破坏与

保护。时间的淘炼使中国影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其简洁、概括、写意、抽象，等

等形式特色；奸、忠、贤、恶类型化的造型特点；五色用色的着色特点及其图案的吉祥寓

意，是对中国文化观念提炼化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和活标本。

关键词：简史；类型化；五色；图必有意

一、综述：

中国皮影戏“以皮制人，以光作影，以卷作本，以影做戏”，“隔帐陈述千古事，灯下挥

舞鼓乐声。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一

张牛皮演绎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奸忠贤恶。”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戏剧表演形式，高

度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简洁、概括、写意、抽象等等形式特色。而皮影奸、忠、贤、

恶类型化的造型特点和五色用色的着色特点及其舞台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

观念提炼化的结果。一句话，皮影戏这份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

极其珍贵的活化石和活标本。

二、皮影戏发展简史勾勒

１．汉代———皮影戏的肇源期

关于中国影戏的起源有这样的传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思念不已，手下

人少翁便在夜间设一帷帐，请汉武帝远处观看。不久，帐中出现经光源照射的李夫人的

造型影像。汉武帝大悦。此后，人们用铜版或皮革制作皮影，流传后世。

这个传说记载在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一书中：“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处于汉武帝。

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天人无以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掌灯烛，

帝坐他帐，自帐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①

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在《搜神记》和《汉书》中也都有记载：“张灯做戏调翻新，顾影

徘徊却逼真。环佩珊珊莲步稳，帐前活现李夫人。”

２．唐代———与佛教的结合促进了皮影戏的发展

到了唐代，影戏被用来进行佛教传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傀儡戏考源》的作者孙楷

弟认为俗讲（宣卷）为影戏前身。关于俗讲与影戏的结合有这样的说法：据《大手厮与乐亭皮影

—３—

① 《事物纪原》［宋］高承，［明］李果订，全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４月。



的传说》讲，乐亭有个残疾人，一只手很小，另一只手却大得像蒲扇，得名“大手厮”。为养家糊

口，他靠背人过河为生。他连背十年，从不耽误。观世音菩萨被他感动，给他留下了解救苦难

的经卷。大手厮开始念诵经文，为一方百姓解救苦难。他死后，经文留了下来。影戏班找到经

文唱影，来消灾解难。人们都说，是观世音菩萨留下的经卷，使乐亭皮影唱红了。虽然这只是

传说，但可看出宣卷这种佛教行为与皮影的关系。①

杨祖愈也认为唐代受俗讲影响的说唱艺术“转变”与宋代影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转”指演唱“变文”。“变”指“变相”即图像。用来描绘佛教故事，宣讲教义。１９５８年发现

的明代影卷《薄命图》证实乐亭影戏七字句词格与变文讲唱有直接关系。乐亭影戏中赞

的形式也与佛教的赞一样属长短句结构。乐亭影戏伴奏木鱼，据《图说中国戏曲史》记

载，最初影戏无乐器，只有一个木鱼。最早的滦州影戏艺人手敲木鱼诵唱影经宝卷，使用

的剧本叫宣卷。直到今日，影戏内行们见面时还问：“你们宣的什么卷？”②

可见唐代佛教宣卷的需要促使影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３．宋、金、元时期———皮影戏的被迫传播

到了宋代，皮影戏流传的范围扩大到了北方。北宋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金兵攻破开

封。靖康二年，徽钦二宗及宗室影人等被俘随金人北徙。（宋 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从

此，宋影戏传入河北东路。因河北滦州为金隶属，故称“滦州影”。历经金元明清，河北东

路皮影发展成熟③。（《滦州影戏小史》清 李脱尘）

南宋时期，海宁一带的皮影制作社团称“绘革社”。海宁皮影主要以彩绘为主，雕刻

刀口较少，明显是南宋时期临安皮影“绘革”的遗风。在造型上与其他地方有明显区别④。

（《中国民间皮影造型考略》魏立群 河北师大学报１９９８年第三期）

金元时期，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扩张，皮影在被迫交流中走向了远方。据载，元

代皮影流传甚广，十三世纪以后，蒙古军队南下，把皮影请入军营。随着元军的三次西

征，皮影戏被带到东欧和中东地区，在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中间传播。

４．明、清———皮影戏的进一步发展和鼎盛

“皮影戏”自明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北方、西部、西北、南部几大区域性流派。其主要

是以皮影的造型因素为划分依据。明清时期是皮影的鼎盛期，陕西华阴、华县为代表的

西北皮影；河北东路皮影为代表的北方皮影；以“渭南影子”和“成都灯影”为代表的四川

皮影；临安“绘革社”为代表的南方皮影影响深远。

北方皮影以河北东路皮影为代表，脉系所指包含了京东的三河、蓟县、玉田、滦县（滦

州）、乐亭、昌黎、抚宁各县，并延伸和传布于东北三省及承德、内蒙古各地。清中期到民

国年间，一时达到鼎盛。流布交流广泛，班社名角层出。

四川皮影即“灯影戏”，清代极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皮影，影人以牛皮制成，刻工

精细，造型细长，多为直线造型，形体高约三十厘米，被称为“渭南影子”。西路则为“成都

灯影”。咸丰年间，川西民间艺人以川北“土灯影”为基础，吸取了陕西“渭南影子”精雕细

刻的优点，创作了被外国人赞誉为“最复杂的皮影”，就是“成都灯影”，主要分布于成都地

区，是四川皮影的典型代表⑤。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论乐亭皮影艺术与佛教的渊源》，张欣，《作家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论中国影戏的起源》，《戏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滦州影戏小史》〔清〕李脱尘。

《中国民间皮影造型考略》，魏立群，《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浅论四川皮影的现状与保护》，刘克胜、杨月双，《文学界》。



“靖康之变”宋室南迁，临安成了江南皮影戏的发展中心。隶属杭州的海宁率先出现

了皮影戏演出。造型以彩绘为特色的海宁皮影在演唱上也加入了海宁地方语音，并融入

了“阿拉腔”，使皮影成为极具海宁地方特色的地方剧。海宁皮影戏在明清日盛，清末民

初时戏班达到几十个之多，日军侵占时期凋零，上世纪五十年代渐趋泯灭。

皮影发源于陕西，陕西皮影以西安为界，也分为东路皮影和西路皮影。东路皮影最负盛

名。东路皮影流传于渭南、蒲城、大荔、富平一带，尤以华县、华阴为最，至今仍有皮影班社。

华县皮影是陕西东路皮影的代表。华县位于陕西关中东部，是皮影的发源地。中国

皮影的国际正式名称叫华剧，即华县皮影戏曲之意①。

东路皮影繁荣的原因与民间秋神报赛的群众性戏曲活动有关。是这种民间群众性

活动形式促进了皮影的繁荣和鼎盛。而文人创作的加入其中，也极大地提升了东路皮影

的艺术水准。如渭南举人李芳桂的创作，为东路皮影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清乾隆年间，发生了皮影戏发展史上的“花部”革新运动。其领导人是陕西渭南举人李芳

桂（号十三）。他改变了讲唱词话的旧程式，提倡作品反映现实生活，使皮影戏在陕西空前的鼎

盛，一度班社林立。十八世纪来中国传教的法国神父把皮影带回法国，被称为“中国灯影”。法

国的乔治．萨杜尔在《电影通史》中把中国的皮影戏称为电影的前驱。而浑司楼在《人们的剧

场》一书中宣称：“有声电影的来源，不能不推崇中国影戏为开山之祖”。

东路皮影的演唱采用老腔、碗碗腔、阿宫腔三个地方小戏的唱腔。

清代陕西皮影是中国皮影的一座高峰。清代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大族富户吴氏一家

有独特的灰皮影，精美华丽，气韵高贵典雅。

５．建国后皮影戏的断绝与保护

皮影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也有所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德顺皮影剧社改名宣武区皮影

木偶剧团，在天桥剧场演出，还新排了《飞夺泸定桥》、《铁道游击队》等新戏。八十年代，宣武区

皮影木偶剧团走出国门，去法、德、意、奥、美演出，并赴日一年半，从北海道演到冲绳。

“文革”期间，皮影戏及其班社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度几近灭绝。改革开放后有

所恢复，但由于新媒体的冲击以及新型娱乐形式的大量涌现，古老的皮影戏到了濒临灭

绝的边缘。近些年来，政府和地方文化部门为抢救这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很

多努力，但目前状况依然令人担忧。皮影戏的后继乏人以及市场适应问题成了保护工作

的最大困难。

三、皮影戏的中国文化特色

１．皮影戏演出组织形式

皮影演出需要筑台、张幕、置灯、耍影、唱白、对白、说唱。乐器有木鱼、二胡、四弦、小

锣、唢呐。

一个完整的皮影戏箱至少有七八个包册，约五六百件皮影。包册内有头茬、身段、马

靠、桌椅、布景大片、道具花石、朵子、站堂銮驾以及地狱变化、车轿、銮舆、神怪、戏片等。

身段（服饰）又叫戳子，有龙袍、蟒袍、官衣、各式褶子、开襟、铠甲、靠子、帅袍、太监衣、打

衣、三开气、仙衣、鬼神身段、斩杀身段、变化身段以及时装等，与戏曲服装基本相同。

２．类型化的人物造型特点

皮影的中国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造型上的奸忠贤恶类型化。

—５—

① 《陕西华县皮影造型浅析》，《新西部》２００９。



皮影人物造型沿用中国戏曲人物脸谱化、类型化、程式化的传统，人物角色归类为

忠、勇、狡、奸，分别用红、黑、黄、白色来表现。坚持“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与之
!

貌”的

原则，如海宁皮影在塑造奸丑人物形象时，都会在鼻子上点上黑点，加上红圈作为标记；

华县皮影则突出花脸、丑角的粗犷、坚强或怪诞、搞笑特征，抽象为高额头、圆鼻梁、粗眼

眉、红嘴唇等特征。山西皮影人物性格的阳刚与阴柔以平眉、皱眉来区分。生末以平眉

细目表现安详沉着；旦角以弯眉线眼表现秀丽文静；武士则皱眉环眼，以示英勇刚烈，面

部以张口处理、大额头、蒜头鼻以示威武强悍；生旦多为抿口、高额、细鼻下朱唇一点；丑

角或额头突起，或鼻翼张开，或龇牙咧嘴，极尽滑稽诙谐。

３．五色用色的着色特点

皮影的色彩主要采用传统的五行五色渲染。春秋时期形成的五行五色的色彩观念，

使色彩被赋予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青、赤、黄、黑、白被认为是纯正之色。《国语郑

语》认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且“木以苍为胜，火以赤为熊，土以黄

为宗，金以白为贵，水以黑为玄”。《武林旧事》记载：“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可见民间五

原色在影戏中的使用由来已久。红、黑、黄、白象征忠、勇、狡、奸，使人一眼就可以分清影

戏人物的类型来。

４．图必有意的民间吉祥图案符号的运用

皮影在头茬、身段、马靠、桌椅、布景大片、道具花石、朵子、站堂銮驾以及地狱变化、

车轿、銮舆、神怪、戏片等的雕刻中大量采用民间吉祥图案的常用符号，如“古钱纹”寓意

“福寿双全”；梅花喜鹊寓意“喜上眉梢”；石头雄鸡寓意“市上大吉”；二方连续、四方连续

的纹样寓意美好幸福生活的连绵不断，所有图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体现了汉民族民间

文化特征和观念要义。

５．高度概括和极简主义的写意舞台表现

皮影舞台表现与中国戏曲舞台表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强调舞台表现的象征性，具

有高度概括和极简主义功能和风格特征。如一桌一椅表示房间，一个假山就是花园，树

木栅栏就是庭院。物质空间的交代用旁白展示，心理空间用留白或空间暗示完成。双手

对舞就是百万雄兵，半边人脸演绎奸忠贤恶。

四、结论

中国皮影戏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分支，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戏曲史平行

发展并相互影响，经历了其汉代的萌芽和唐代与佛教传播结合并取得发展，至宋元的被

动传播以及明清的鼎盛繁荣，再到民初及抗战时期的遗响与断绝，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破坏与保护。时间的淘炼使中国影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其简洁、概括、写意、抽

象等等形式特色、奸、忠、贤、恶类型化的造型特点、五色用色的着色特点及其图案的吉祥

寓意，是对中国文化观念提炼化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和活标本。

参考文献：

汪占祥：《中国影戏》，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年４月．

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湖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魏立群：《皮影之旅》，中国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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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艺术之中国文化观

韩晶磊　史娟茹

摘要：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幕影文化，皮影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本文从皮影的着色

和吉祥内涵两个方面来阐释皮影艺术的中国文化底蕴，旨在说明皮影戏不仅仅是

一门民俗艺术，更是一种蕴涵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提独

特艺术。借此文章倡导人们应该妥善保护和大力发扬皮影艺术，以此来更好地维

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

关键词：皮影戏；俗文化；五色观；吉祥文化；精神价值

２００６年春节晚会，《俏夕阳》节目中，一个个年过半百的大妈，时而摇头摆肩，时而耸

肩扭脖的“皮影步”让全国的观众眼界大开。此节目不仅给春晚增添了节日气氛，更让观

众感受到了皮影的艺术魅力。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幕影文化，皮影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隔帐陈述千古事

情，灯下挥舞鼓乐声。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

万兵。一张牛皮演绎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奸忠贤恶。”这段文字是对融文学、戏剧、音

乐与美术为一体的民间艺术———皮影戏的真实写照。

一、皮影色彩之文化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之中，色彩的象征属性很早就从自然属性（色彩的自然属性就是色

彩是自然物的一种视觉属性）中脱离出来，一套完整的色彩系统被纳入中国传统的哲学观之

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物质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物质，

同时，这五种基本物质各自都有颜色特征，“金”的代表颜色是白色，“木”的代表颜色是绿色，

“水”的代表颜色是黑色，“火”的代表颜色是红色，“土”的代表颜色是黄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枝奇葩，皮影艺术也遵守五行的色彩原则。皮影在敷色方面，以红绿为主色调，黑色调和，

加上牛皮的黄色，镂空处在影窗上呈现的白色，共有五色呈现。

皮影的颜色运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五色观在民俗艺术中的简化体现。

红色为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古代的中国被称为“赤县神州”，为吉祥宝地。如罗

山皮影中红蟒袍的主色是红色，身子的上身图案蟒的形象以红色为主，下身的花朵是红

花，袖子的颜色也以大面积的红色为主。红色也在皮影人物中代表忠诚的角色。

黄色，居五方之中为主宰之位，被认为是帝王之色，代表崇高、神圣不可侵犯，因而华

夏之祖为黄帝。如皮影戏中的黄色蟒袍，黄色金銮宝殿，御驾亲征时的黄色帅帐等。但

是，由于皇家专用的黄色并不能随意使用，并且黄色的色相和皮子的本色比较接，所以，

皮影中就把皮子的本色当做黄色使用。

青色，也就是绿色，象征生长之色，是一种瑞祥之色。在皮影中，绿色多和红色搭配。

从色彩的心理学角度来看，红色和绿色在色彩空间中是一对有平行移动效果的对比色，

也就是说，红色在视觉上具有向前靠的倾向，在人的心理感受上会更近一些，而绿色由于

是冷色的缘故，会有一种向纵深移动的倾向，这两种色彩的合理穿插和组合会给画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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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色彩空间感上的变化。中国民间也有俗语称：“红红绿绿，图个吉利。”因此，人物形象

鲜明，色彩鲜艳明朗，不但反映了皮影艺术的特点，也反映了民众追求吉祥的心理。

在五行中，黑色居最高位置，《易经》中有“天玄地黄”之语，规定了天的色彩为黑色。

而白色，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中最具矛盾性，它象征贤明，清正廉洁的品格，同时，白

色又被看做丧色，“白”成了不祥的象征。皮影雕刻中的黑色和白色在图案中属于无彩色

之中的极色，它们可以和任何一种颜色调和，也就是说和任何颜色搭配在一起均能获得

和谐一致的效果。如皮影艺人会在红色和绿色之间夹杂白色的镂刻或黑色图形的方式

以减弱红、绿色彩上的冲突，以产生和谐的视觉效果。

儒家认为，色彩之所以美，是因为色彩的装饰暗示人的美德。如皮影的脸谱色彩与

传统的色彩文化理念密切相关，不同色彩暗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如红色表示

勇敢耿直和赤胆忠心；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性格鲁莽却又心地善良；白色

表示奸诈阴险。总之，皮影敷色艺术风格的形成受到了中国色彩文化尤其是五色观理论

的支配，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艺术资料。

二、皮影吉祥纹样之文化内涵

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

的文化。在这种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

就形成了趋吉避邪的本能观念。在中国，吉祥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个传统。吉祥文化

对于本国各阶层人士来讲就像空气之于人，水之于鱼一样重要。

吉祥，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吉利”与“祥和”。古者云，“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

征”。换句话说，吉祥代表好兆头。从古至今，无人不追求吉祥。因此，吉祥符号、吉祥

物、吉祥图案就是人类创造出来表达心愿的媒介。吉祥文化是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生长

和发育起来的，因此，吉祥文化被看做“俗文化”。但是，吉祥文化又渗透于各个阶层，所

谓的“雅文化”在不断地从吉祥文化中汲取营养成分，因此，吉祥文化无可厚非地登上了

中国文化的大雅之堂。

对美好事物和前景的向往与追求，是吉祥文化不变的主题。因此，皮影的造型设计

图案大量地运用了吉祥文化的寓意，使皮影戏一跃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在部分。

皮影对中的很多吉祥图案都表达了先民对于幸福、安康的向往，对于灾难、痛苦的回避。

下面，我就列举几类皮影的吉祥图案。

１．盘长纹

皮影图案中大量使用盘纹，盘长又叫“盘肠”，像盘起的肠子，

因为这个叫法不吉利，所以改叫“盘长”。盘长有八个环节，所以又叫“八结”。《说文

解字》对结的解释为：“以两绳相勾连也”。“相勾连”就是绳子结在一起永不分开。在文

字产生以前，先民记录事情就以“结绳记事”的方式，文字产生以后，先民喜欢使用锦带编

成连环回文式的绳结，来表达男女相爱的情感，并取名为“同心结”。一根中间没有间断，

可以随意弯曲的绳线绕来缠去、环环相扣、连绵不断，这正是盘长纹所要表达的生命图

像。佛教法物有“八吉祥”，都是神佛佩戴，其中就有盘长，并解释说：“盘长，佛说回环贯

彻，一切通明之谓。”

由一根可以随意弯曲的绳线演绎成吉祥符号，这一过程有趣而又合乎情理。通过皮

影图案的盘长结，我们足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浓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２．万字纹

万字纹（碯字纹），是一种古老的纹样，一直贯穿服饰纹样发展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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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艺术象征意义。根据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来看，万字纹在

当就已经存在了。皮影造型中大量运用万字纹图案，这不仅因为它在构图上有独特的形

势美感，还在于它本身具有各种美好的吉祥寓意。

（１）万字纹的构图。

万字纹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右旋，一种是左旋，无论哪种形

式都呈现对称排列的格局，没有呆板的感觉，给人以庄重中不乏活泼和自由之感。

万字纹的构图像一个旋转的车轮，恰恰阐释了周而复始，反复延续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循环论思想，反射出静谧中蕴藏着内在张力的特征。由于这一特征，万字纹还成为道教

的教徽，并且出现于道教创始人老子和其他道教圣人的手掌之中，以示其活力。

（２）万字纹吉祥涵义。

何新所著《诸神的起源》中称，万字纹代表太阳，表示太阳在天

空中运行的轨道。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万字纹代表太阳神战车的轮子，因此与太阳

有着相似的象征意义。例如，“阳光”、“富足”及“福气”。作为吉祥符号，万字纹还出现于

佛祖的脚上，万字纹也出现在释迦牟尼的胸前，象征着汇集智慧与思想的心脏。

由于万字纹本身具备的“福气”、“幸福”和“权威”的寓意。为了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了寻求精神慰藉，先民们通过万字纹的谐音寓意来描绘画面，创造出了很多脍炙人

口的艺术精品。例如，皮影人物造型中就大量使用万字纹，皮影构图中出现的万字纹图

样大多数是以四方连续纹样的形式出现，这种四方连续纹样利用多个万字由线连接组合

而成，在民间被称为“万字不到头“，寓意吉祥绵延不断，富贵不到头，千秋万代，薪火相传

等。透过万字纹的吉祥涵义，足可以看出中国人朴素、乐观、诙谐以及关于变通、善于联

想的生活理念。

３．取谐音、讨口彩的复合图案

皮影造型中运用谐音讨吉祥如意的复合图案有很多，下面列举两例。

（１）梅花和喜鹊的复合图案。

作为离人类较近的鸟，喜鹊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和民俗文化表达。例：鹊桥相会、鹊

登高枝、喜上眉梢等。看上去，这些寓意很世俗，但喜鹊却成了“圣贤”的模板。在古代儒

家的一些杂文中，喜鹊的地位非常尊贵，被捧为“圣贤鸟”。因为古人认为：喜鹊一年到

头，不管是鸣还是唱，不管是喜还是悲，不管是在地上还是枝头，不管是临死还是新生，发

出的声音始终都是一个调、一种音。而儒家眼中的圣贤、君子的德行就像喜鹊的声音那

样恒常、稳定、始终如一。因此，儒家经常要求人们向喜鹊学习，于是，喜鹊便成为中国圣

贤提模板。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道王安石的《梅花》道出了

梅花的气节，不似别的花只在春天开放，梅花愈是寒冷，愈开的有精神。中国文学艺术史

上，梅诗、梅画数量之多，足可以看出梅的品格与气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鼓舞，同时，也是

对“龙的传人”的精神面貌的写意。

因为梅花和喜鹊都有其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都能起到中国儒家教化和感染人类的

作用。同时，由于先民喜用梅花与喜鹊的谐音表达吉祥如意的心愿，所以，梅花和喜鹊常

被复合使用，皮影图案取用梅花与喜鹊就有此教化与吉祥内涵。

（３）鹿与鹤的复合图案。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福寿康宁”，其中对于寿的观念尤为重视。

根据考古学家对于挖掘出来的先民头骨和牙齿的状况判断，古人的寿命比现代人短

得多，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据《北史》记载：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命。因此，在古代，人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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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与种族的生存与安危，要与自然环境和对手进行长期斗争，人类对于生命安危与

持久的祈盼也在与日俱增，于是对寿的吉祥寄托也应运而生。鹿与鹤就是典型的福寿吉

祥代表。

中国民间认为鹤为仙禽，鹿则是瑞兽。鹤有百羽之宗的称呼，一是说鹤由天地之间

的精气生成，二是说这是凡人登仙后所化。在古人眼中，鹿不仅寿命长，也是仁爱和慈悲

的象征。因此，在古代社会，有人绘画鹤鹿共栖桐树下，用来祷求长寿的吉兆。此上，古

代圣贤取用鹿与鹤的谐音把其复合图案取名为“六合同春”，“六合”指天地四方，也指天

下。“六合同春”是指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

皮影造型中也大量采用鹿与鹤的复合纹样，来表达先民对于生命的珍爱和对自己生

存环境之趋吉避邪的吉祥观念。足可见先民朴素的文化内涵和中国传统的道德倾向。

三、皮影艺术的中国文化魅力

从文化角度来看，皮影艺术的魅力在于它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不论是具体的吉

祥纹样还是抽象的敷色技法，皮影艺术的着眼点是通过民俗技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皮影艺术的造型和戏曲内容都没有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有着巨大的艺

术魅力。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就把皮影戏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作为

主线贯穿全剧，由于皮影戏的加入，使得整部电影更加耐看，更富有艺术趣味，也使影片

更具有文化内涵。

西方世界从十八世纪的歌德到后来的卓别林等世界文化名人，对中国皮影戏艺术都

曾给予过高度评价。据记载，１７６７年，法国传教士把中国皮影戏带回法国，并在巴黎、马

赛演出，被称为“中国灯影”，曾轰动一时。可见，皮影对丰富世界艺坛作出了自己独特的

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继续保护和发扬皮影艺术，因为皮影艺术中蕴涵了中华民族特

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们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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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关中皮影戏剧种研究

史娟茹　韩晶磊

中国皮影戏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分支，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戏曲史平行发

展并相互影响，经历了汉代的萌芽和唐代与佛教传播结合并取得发展，至宋元的被动传

播以及明清的鼎盛繁荣，再到民初及抗战时期的遗响与断绝，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坏

与保护。时间的淘炼使中国影戏成为中华文化最为绚烂的一朵奇葩。

“皮影戏”自明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北方、西南、西北、南部几大区域性流派。其主要

是以皮影的造型特点及唱腔为划分依据。明清时期是皮影的鼎盛期，以陕西华阴、华县

为代表的西北皮影，以河北东路皮影为代表的北方皮影，以“渭南影子”和“成都灯影”为

代表的四川皮影，和以临安“绘革社”为代表的南方皮影影响深远。

皮影戏发源于陕西，陕西关中是皮影戏演出最为活跃的地区。关中皮影以西安为

界，分为东路皮影和西路皮影。东路皮影最负盛名，流传于渭南、蒲城、大荔、富平一带，

尤以华县、华阴为最，至今仍有皮影班社。

清乾隆年间，发生了皮影戏发展史上的“花部”革新运动。其领导人是陕西渭南举人

李芳桂（号十三）。他改变了讲唱词话的旧程式，提倡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并创作了大量

著名的皮影剧本，使皮影戏在陕西空前鼎盛，一度班社林立，名角辈出。

陕西关中皮影的演唱主要采用阿宫腔、碗碗腔、弦板腔、老腔几个地方小戏的唱腔。

阿宫腔
阿宫腔是生长和流传于陕西富平、耀县、三原、礼泉、乾县地区的陕西地方戏曲剧种。

其特点是清雅细腻、婉转悠扬，有一个带“噫咽”之音的拖腔，较秦腔柔腻，较眉户、碗碗腔

刚劲，以刻画剧中人物心理见长，唱腔翻高遏低，风格鲜明。阿宫腔的伴奏乐器以硬弦

（二股弦）、月琴为主要文场乐器。其最初表演形式为皮影形式。阿宫腔是一种分“欢

音”、“苦音”唱腔腔调的板式变化体地方戏曲剧种。它也被称为“北路秦腔”、“窝工腔”或

“遏工腔”。

一、阿宫腔的得名

阿宫腔也叫“窝工腔”或“遏工腔”。“窝工调”是阿宫腔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称谓。

王绍猷先生的《秦腔记闻》载：“灯影戏，有窝工调、道情调、弦板腔、拍板腔、碗碗腔”。曾

长安先生在《阿宫腔———最后的玉兰花》一书中这样解释阿宫腔从“窝工”到“遏工”名称

的变化过程：“‘窝’是陕西方言，发音与普通话相同，即ｗｏ。其字义解释有二：一是弯或

曲折意，如把铁丝窝个圆圈。前面路不通，我窝回来走。二是指郁积不得发。如窝气、窝

火等。称‘窝工调’，显然是指唱腔的遏止技巧，即窝气收煞后用唇齿音、喉音、鼻音以高

八度喷吐而发，因此称‘窝工调’。１９５８年搬上大舞台时，觉得‘窝’字不雅，用谐音改为

‘遏’。‘遏’字在关中方言中仍读ｗｏ，和‘窝’同音，也有遏止之意，和‘窝工’的本意相同，

遂改为遏工腔。”（《阿宫腔———最后的玉兰花》曾长安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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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陕西戏曲音乐概论》作者许德宝先生所说，清宣统末年（１９１１），在兴平县与礼

泉县交界处的店张驿灯影舞台两侧的石柱上篆刻有一副楹联，“高画清诗见槐里（今兴

平），小工遏调出礼泉。”由此可见遏工调的称谓是早于１９５８年窝工调被搬上大舞台的时

间的，只是因为“小工遏调”的说法，１９５８年把“窝工腔”搬上大舞台时，说明中才正式采用

了“遏工腔”这一称谓。

至于窝工腔、遏工腔变成了“阿宫腔”，是在１９６０年３月，遏工腔《王魁负义》参加陕

西省新搬上舞台剧种会演，‘遏工腔’即正式改名为‘阿宫腔’。但并未提出与秦阿房宫之

联系。到了１９６１年９月，阿宫腔赴京演出，其说明书才有了这样的文字：“其名称由来，

说法有二：一说由秦时阿房宫歌女所唱曲调传出发展演变而成；一说由于与秦腔相较，唱

腔多用‘翻高遏低’的演唱方法，故‘窝工’亦称‘遏工’。”曾长安先生认为与阿房宫有关的

说法没有过硬的史实依据，纯属附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改名时尚，不足为信。

另外，阿宫腔作为秦腔艺术的分支艺术，是长期以来在陕西民间形成和成熟的一种

戏曲艺术形式，其植根陕西民间，具有浓郁的陕西地方特色和民间生活气息，它不可能来

自宫廷，更不可能早于秦腔的诞生。这都是被陕西戏曲学界认可和反复证明了的观点，

应该说，在没有更加过硬的史实和材料出现之前，是不应该以牵强附会的态度来妄言阿

宫腔与秦阿房宫的关系以及它的产生时间的。

二、阿宫腔的地域特色和分布地区

阿宫腔最初形成于民间，与社火、祭祀、祈福等民间活动的仪式有及其深远的关系，

而陕西富平等地的民间习俗、方言特征、风俗习惯、地理历史状况等人文环境也是其形成

的重要条件。

阿宫腔分布的区域包括：富平、三原、礼泉、高陵等陕西各县地。并通过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发展以及八十年代的推广，流布和影响地区当更远、更广。

三、阿宫腔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过程

１．阿宫腔的历史渊源

阿宫腔最初以灯影戏的形式流布于陕西民间，目前见于文字的最早阿宫腔记录当属

对阿宫腔艺人陈展中的记载。陈展中（１８０３———１８９３），富平县曹村乡西头陈堡西村人，

又称“陈相公”，创作有《花魂惊梦》剧本，精于皮影挑签，并组织皮影班社，营业演出。这

个记录说明至少在清末阿宫腔就流行于陕西关中一带，尤其是在富平，阿宫腔皮影班社

盛行。按照一个剧种形成及其发展的规律，阿宫腔的产生当早于这个记录时间。

《陕西省戏剧志》总序写道：“秦腔声腔上不同流派由于和当地人的方言土语、生活习

俗、欣赏趣味相结合，就逐步发展为各自独立剧种，如东路的同州梆子、西安乱弹、西府秦

腔、汉调桄桄、礼泉及富平的遏工戏。”可见，这本志书的观点认为，秦腔是阿宫腔等陕西

地方剧种的母剧种。而据明代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无名氏的抄本《钵中莲》传奇第

十四出留用“西秦腔二犯”曲牌，这个关于秦腔曲牌的最早记载（此剧为明代江南人所做）

判断，秦腔在那时已传入江南。因此，根据温宝麟在《简明中国戏曲史》中的观点，秦腔当

在明中叶已形成。那么，阿宫腔应该形成时间晚于其母剧种秦腔，曾长安先生的观点，阿

宫腔形成的时间是明中叶以后当是不谬的观点。

阿宫腔在礼泉的流布似乎早于富平县，许德宝认为在清嘉庆、道光年间（１７９６———

１８５０），阿宫腔艺人由于礼泉的饥馑，逃荒到富平，才把阿宫腔带到了富平。后来，富平县

出了个陈展中，人称陈相公，不仅能写作剧本，还能挑签演出，他组织富平人成立了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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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社，这是道光年间的事情（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同治时期，富平县的金马驹、金盆子，樊茂

林（樊瞎子）、临潼的王石娃，是当时成班成社，挑头演出的著名演员。尤其是失明艺人樊

相公（樊茂林），可吹唢呐曲牌３００余种，授徒１０余人之多，堪称阿宫腔史上之重量级人

物。此后到了光绪年间，乾县的任相公、临潼的赵相公、三原的王仓，流落富平的礼泉人

友娃子（李正启）、乔娃子（胡宝成），乐师赵积福、刘大等一大批阿宫腔艺人齐集富平，一

时之间，民间流传着“乔娃子的竹棍友娃子的相，王仓的戏味赛蜜糖”的说法。民国七年

（１９１８），富平王寮乡的段天焕，人称焕娃子，师从乔娃子、友娃子学艺，学成后在富平连城

领武观石家戏箱组织班社。由于他唱念挑签俱佳，道白流利，念做幽默，声音雄浑，灵气

十足，一剧《赠绨袍》声名鹊起，渭北城乡焕娃子的大名人尽皆知。当时的著名皮影艺人

还有刻手樊春歧。著名班社还有施家乡东胡村顺景子班社。

１９３７年，富平县曹村人田益荣将阿宫腔皮影戏带到了陇东，成立了“二八五旅影剧

团”，创作了《文天祥》、《西太后》等服务抗战的剧目，使阿宫腔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

展。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２年，段天焕班社易名为“民乐皮影社”。１９５６年参加了陕西省第

一届皮影木偶调演大会，演出了《赠绨袍》、《观表》、《翦梅鹿》、《三宵坐洞》等剧目。著名

雕刻艺人樊春歧还捐出了数十件珍贵的皮影。１９５８年，富平剧团在段天焕的指导下，把

皮影阿宫腔剧种搬上了大舞台，成为陕西又一个被搬上大舞台的地方小剧种。

２．阿宫腔的发展过程

搬上大舞台之后的阿宫腔，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阿宫腔经历了改革和丰富，有了长

足的发展。１９５８年，富平县剧团聘请段天焕为艺术指导，新排了两个阿宫腔传统剧目《鸳

鸯谱》、《玉瓶赠金》。摒弃了皮影的演出方式，由人扮演角色演出。行当也有了生、旦、

净、丑，表演袭用秦腔程式，唱腔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唱腔。先后先后排演了《锦香亭》、《王

魁负义》等剧并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和陕西省新搬上舞台剧种会演。１９５９年富平

县并入铜川市，剧团也随之更名为“铜川市秦腔三团”。１９６１年，富平恢复县制，剧团又更

名为“富平县阿宫腔剧团”，并赴北京汇演了《王魁负义》、《女巡按》，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赞扬和文化界的推崇。

从１９６３到１９７８年，富平县阿宫腔剧团几易其名。１９７８年富平县创办了富平县阿宫

腔戏剧学校，培养了暴建玲、宋彩萍、刘易云、祝传东等一大批演员。

改革开放后，富平县阿宫腔剧团先后排演了《白蛇传》、《金鳞记》、《女巡按》等剧目，

１９８３年，又创作了现代戏《两家亲》，宋彩萍、刘易云、祝传东等新人在阿宫腔舞台上崭露

头角，并轰动陕西剧坛。紧接着《三姑娘》的亮相，新老演员齐聚阿宫腔舞台，展示了阿宫

腔的独特魅力和这个剧种演员队伍的强大实力。１９９１年的现代戏《四季歌》，被评为陕西

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

三、阿宫腔的成功改革

富平县阿宫剧团保留了阿宫腔音乐的特点，坚持突出二股弦、月琴，尤其是二股弦这

个阿宫腔独有的乐器，吸收了碗碗腔、弦板腔、迷糊、秦腔、豫剧音乐的元素来丰富阿宫腔

的唱腔音乐，并继承和发扬了阿宫腔典雅细腻、婉转悠扬的特点，保留和突出了阿宫腔特

有的“噫”“咽”拖音。这次改革还突破了阿宫腔皮影戏小戏一人演唱的局限，在搬上大舞

台后，设计了自己的舞台表演模式，增加了角色，发展了喜剧、武打戏，丰富了文戏、苦戏

的唱腔和内容。音乐上增加了扬琴、二胡、中胡、大提琴、小提琴、长号、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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